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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语文教材改版对学生学习发展的影响
关文华

（临汾市尧都区金殿联校席坊学校，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从“部编本”的编纂指导思想分析，“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是最鲜明的变化，在新教材中处处体现着编者与学生不断靠近的过程，

由此就带动着教师关注学生、引导学生，从而实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核心观。我们通过对比两版教材的单元导语、课前预习提示以

及课后习题的设置等方面内容，发现新教材更为关注学生的认知起点、阅读方法以及个性化阅读，这是对学生发展产生新影响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教材改版；学习发展；个性化阅读

自 2016 年开始，“部编本”教材开始试用；2018 年，全国

开始统一使用；2019 年，则要求小学、初中全年级统一使用“部

编本”教材。对于语文教学而言，教材经历了“人教版”到“部

编本”的转变过程，这种教材的改版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拭目以待，但是通过教材之间差异性的分

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较为可靠的结果。

一、从关注认知起点分析

学生的认知起点就是教师教学的出发点，近年来教育专家一

再提出关注认知起点的相关理念，就证明这是促进学生发展，提

高教学效率的关键因子，是让学生更轻松进入学习过程的方式。

从新教材的课前预习导语中可以看到，编者常常会询问学生知道

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比如在朱自清《春》的导语中就提到，

“你读过哪些描写春的诗文？这些诗文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类似这样的导语非常普遍，这就展现了新教材在学生认知起点中

的关注度。

通过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我将这种认知起点划分为三种形态，

其一为知识起点，主要以字词含义为主，比如“孔子”中“子”

的含义分析；其二为经验起点，主要表现为语境分析，比如“横

看成岭侧成峰”这句诗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其三则为思维起点，

主要表现为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比如学了《散步》这篇课文

你联想到了什么？由此再进行总结，这三种形态的认知起点都指

向了学生意识，所以新教材相比较旧教材的第一个重大改变，就

在于关注到了学生意识，这对于学生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能够让学生的自我意识形成期缩短，更快、更完全地形成独立个

性，从而产生更为完整的认知能力，能够加速学生的智力开发，

能够促进学生的独立人格，让学生心理的成长速度满足身体的发

育速度。

二、从重视阅读方法分析

读书是人类在非教育环境下获取知识的关键途径，因而学生

的阅读能力至关重要，因此阅读的方法也成为了教学中的重点内

容。“以人为本”是学生核心素养的基本原则，强调学生要具备

自主学习的习惯与能力，因而阅读方法的重要性再次得到了证实。

从两个版本的教材中可以分析，“部编本”教材中七年级下册第

一单元的内容与“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基本相同，有三

篇课文一致，但是从单元导语中却能看到新教材的新变化。比如

旧教材中的导语十分简单，只有“学习本单元，要理清作者的思路，

深入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这一句；但是在“部编本”中，却有

长长的一段：

本单元学习精读的方法，在通览全篇、了解大意的基础上，

把握关键词句或段落、字句酌，揣摩品味其含义和表达的妙处；

注意结合人物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透过细节描写，把握人物特征，

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

从这里就不难发现，旧教材的导语简短而直接，没有引导教

学的内涵，甚至其导语的价值都有所欠缺，是可有可无的一项内容；

而新教材的导语则进行了全面的扩展和深化，对于学生的阅读方

法更为重视，在导语中的要求更为详细，具有一定的引导价值，

能够让学生掌握阅读的相关技巧，比如精读、略读、浏览等不同

的阅读形态下如何开展，其导语中都有介绍，即使教师没有说明，

学生也能根据课本完成自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部编本”

教材的影响下，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会逐渐提升，这是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发展的关键，也是推动学生持续性成长，获得社会发展

适应能力的基础。

三、从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分析

新课标中强调，阅读属于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的分析会

干扰学生的阅读体验和思考过程，为避免学生阅读思维的模式化，

教师必须要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以及理解。这就凸显了个

性化阅读在教学中的重要意义，而“部编本”教材则通过种种细

节在潜移默化中秉承着个性化阅读的原则。

具体的表现则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要求阅读过程的个性化。

阅读的对象可能是不变的，但每个学生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体验是

不同的，这关乎于学生的联想与想象能力，而“部编本”教材中

也更多提及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与联想能力，这是旧教材中比较

少见的一些字眼。比如在新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中，导语中

就直接点明了“借助联想与想象”的要求。第二，要求阅读结果

的个性化。在旧教材中，阅读之后的练习题目往往具有套路性和

规格化，而新教材中则更注重学生的个体感受，问题也集中于“谈

谈你的认知”“你产生了哪些比较新奇的想法”等。由此我们可

以总结，通过教材的改版后，学生的个性意识或更加强烈，这种

意识是促进学生发散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这就大大拓宽

了学生未来的发展路线。

四、结语

总之，在“人教版”教材与“部编本”教材的改版过程中，

新教材更加注重学生的认知、方法与感受，符合现代素质教育中“以

学生为本”的核心理念，短期来看能促进学生的语文素养，长期

来看，则是推动学生未来发展更加长远和持久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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